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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國文科 

寫作測驗評分說明 

111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在嚴峻的疫情下，於 5 月 1 日施測結束

後，即展開寫作測驗之閱卷作業。 

本年度為首屆使用十二年國教新課綱之技專校院入學考試，題型架構大體與

往年相同，即：選擇題 38 題(共 76 分)；國文寫作測驗 1 題，占 24 分。寫作題屬

於題意引導寫作類型，考生在閱讀完引導文字後，以對「心眼」的體會與看法，

結合經驗或見聞，寫一篇完整的文章。 

本次評分規準仍採三等六級制，依內容、組織、語言三個面向進行評閱。為

達閱卷一致性及公平性，每份答案卷至少會經過兩位委員評閱，若委員閱卷分數

相差超過標準，則由另一位委員進行三閱。整體觀之，本年度閱卷一致性佳，三

閱率低，約 1.64%左右。以下就寫作試題分析、學生作答狀況等，依序說明。 

題目全文如下： 

遇到「壞心眼」或「玩心眼」的人，總有人提醒我們：別那麼「沒心眼」！

提防那些人不安「好心眼」！ 

 不欺人是好心眼，不被人欺需要有心眼，但「心眼多」可能轉為心機，

「心眼大」可能流於輕率，缺乏彈性可能變成「小心眼」或「死心眼」。 

也有人認為：完美，隱含著錙銖必較的小心眼；改革，少不了擇善固執的

死心眼；誘捕嫌犯，偶爾得使一點壞心眼的技巧。 

關於自己或別人的心眼，你有怎樣的體會與看法？請結合經驗或見聞，寫

一篇完整的文章。文章不用訂題目。 

 

從題目結構分析，引導文字可分為三部份： 

第一部分為對於「心眼」的分類，提示各種對心眼的不同解釋與分析，如：

「壞心眼」、「玩心眼」、「沒心眼」、「好心眼」，在中性的詞語中，引導學生開啟

對於「心眼」一詞的相關意涵與認知。 

第二部分說明各種心眼的行為表現與分際，如：「心眼」的應對份量，「心機」

或多或少、或好或壞的拿捏尺度；「心眼大」的行為，如果過度可能表現出輕率

的舉動；思考的延展如果缺乏彈性，則可能展現出「小心眼」或「死心眼」的行

為，引導學生擴充對「心眼」面向的思考。 

第三部份則點出人我互動的影響，藉由稍具負面意涵與心眼複合使用的詞彙，

引申出表面意義外的多元的詮釋觀點與生活層面的體驗。 

此題主要評量學生個人對於「心眼」的理解與闡釋，並能自我定義更能進一

步自圓其說。引導文字特意使用中性表述，不定義「心眼」的好壞優劣，「心眼」

一詞加上簡單的「多」、「壞」、「大」、「小」、「死」等，便衍生出多個形容人們性

格與行為的詞彙。探悉這些詞彙，似乎也看見了人性的多元面向與生活視角的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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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性。學生透過「心眼」衍生詞彙的生活運用，從個人或周遭的待人處事經驗中

展開反思，進而獲得關於自我的深刻省察。 

在寫作評閱上，學生的視角與所運用的素材，能扣合「心眼」主題，而言之

成理即為合題。此題著眼於個人生活經驗與人際關係，學生易於取材與敘說，只

要願意動筆針對「心眼」來書寫，幾乎很少離題。閱卷上依據評分規準，不難判

定學生作品的級分。就整體學生的卷面表現來看，中卷作品大量的出現，大致上

都能選取「心眼」的某一角度來書寫，選取的材料大致吻合文章中心，有基本平

實的文章結構和組織。但是容易取材的題目要進到上卷層次，則需要在內容上有

進一步深刻的體悟或發揮，在組織上理路更清晰或布局承轉安排更細膩，在語言

表達上文句明暢遣詞用字更精確有味。此命題生活中俯拾皆是素材，隨意一想皆

能說出個人觀點發揮書寫，但「好寫不代表能寫好」，卷面整體表現能達上卷六

級分雖得見驚豔之作，在題目容易書寫的氛圍下，上卷作品數量應可再增加。 

    在內容取材上，從校園生活到日常瑣事或個人學習規劃的應對思考，學生的

表現豐富而多樣。有以敘事為主軸：以自己在一次團隊專題競賽中，從與同學爭

吵、到釋懷、到得獎的經驗來構思心眼的表現過程。也有對心眼自我定義以「心

眼之用」為論述核心，就「分寸拿捏、現實運用、人生哲思」等面向進行分析，

對「心」與「眼」一層層分析精微之處，在「多心眼」和「少心眼」中，體悟補

足先天與多餘心思的疲憊。也有藉事說理的夾敘夾議：心眼的好壞實為一體兩面，

敘述自己上傳作業卻疑被同學抄襲經驗，自此「留個心眼」，再以朋友讀書、生

活秉持堅持不懈的毅力為例，凸顯其令人敬佩的「死心眼」。也有以眼前偶遇的

生活片段，來反思心眼的層面與界限，以「寬闊的心眼」循著「闖蕩人生彷若一

場森林歷險記」開展析論主軸，在個人經驗及名人生命經驗的素材挽合中，捻出

「小心眼」的體悟與省思。今年度上卷作品內容取材日常生活，皆能自訂心眼的

主軸觀點來敘寫，並更進一層提升理路層面的深度與廣度，篇篇各有其面貌與自

成一格的敘說分析脈絡。舉例如下： 

（例1） 這個世上紛紛擾擾、魚龍混雜，面對形形色色的人們，總需以不

同的面貌去應對，就像是拼圖一般，有些時候把自己多的部分移

除，或補足自身的不全，才可能恰好的融入社會，而那些被改變

的部分正如同人的「心眼」，過多過少都讓人在世上難以生存:過

多的心眼將招致他人不滿，過少的心眼招致他人的欺瞞、矇騙。

一顆心和一雙眼，有時候沒有辦法顧全萬千局面，人因而有許多

心眼，這究竟補足了先天的不全，抑或致使了多餘的疲憊？ 

（例2） 說到「死心眼」，我身邊也有這類特質的朋友。他是個固執的人，

有時甚至覺得他是將校規刻進了骨子裡，一板一眼的，說一不二，

讀書也是拿著課本一字、一字細細研讀。雖然這樣的他相處起來

有些辛苦，但只要是他認定的目標，他就會堅持不懈努力下去。 

（例3） 我告訴自己不可鬆懈，俗話說:「職場如戰場」，這將會是一場硬

戰!距離入職，已經過了一個月的時間，在這一個月以來，我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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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滿滿的「好心眼」，在我加班疲憊之下，同事寫了小卡片，買

了咖啡鼓勵我，在我睡著時，偷偷幫我蓋外套，甚至在月底，口

袋空空之時，幫我準備便當，那一刻我才體會到，原來「心眼」

也可以有這種溫度。 

在組織架構方面，學生的敘述理路懂得使用伏筆鋪墊與針縫勾連的安排，用

心謀篇布局，或前後呼應，或承轉穩妥而清晰，也有鋪染氛圍情韻，以期能闢理

通透。有以琴房苦練的情景引入，敘述自己練琴追求完美，雖有得有失，但所呈

現成果實利多於弊，再引羽生結弦為例，凸顯其成就完美的關鍵，最後呈現自己

一路堅持追求完美的心境以收束全文。也有首尾俱有高度，中間兩段綱舉目張，

論述面向廣而絲紋不亂，由觀照人世的高度，拈出無處無心眼、善用方為王道的

主旨，分別就心理層面與行為表現立論，段落中除舉例加以闡釋，各自翻出「換

位思考」、「因應變通」兩層高度，最終收合出善用心眼、重新定位存在。也有主

軸清晰，前後連貫有層次，以「壞心眼」存在的無奈，描摹好友間為了相互拉攏，

上課傳紙條、回家通電話等各種「壞心眼」，情境描寫細膩生動，轉向大範圍的

校園人際關係，終究落在成績的排名、分數的「小心眼」。文章布局穩妥恰當，

一氣呵成，理路層次清晰分明，敘說中有畫面，論析中有情思，節奏明暢有致。

上卷文章理路章法時見精彩。舉例如下： 

（例1） 時刻體會，觀察世界縱然是保護自己不受傷害的好辦法，但連無

所不能的機器人都需定期充電、維護管理，身為人類實在難以負

荷時刻提心吊膽、保持警惕的狀態，總有一些人、一些地方，是

可以卸下所有武裝、拋卻心機，暢享平靜和安寧，這時不妨短暫

休息，當一隻沒有尖刺的刺蝟，去享受沒有心眼、戒備的柔軟時

光。 

（例2） 首先，校園的生活，看似單純，但在不明顯的角落，躲著不為人

知的「壞心眼」……上高中那年，本以為交到了人生中的第一個

知心好友，我們不僅是對方的陪讀，也是對方的陪玩，可以說是

形影不離，但在考完第一次期中考後，一切都變得不一樣了，老

師檢討考卷時，講解的觀念，都與我的認知差了十萬八千里，我

心裡有千萬個問號，這與我的「知心好友」傳授給我的知識簡直

天壤之別，一問之下才發現，她為了不讓我的成績考得比自己好，

竟使出如此低劣的小手段，難道，我被隱藏在天使面孔下的惡魔

欺騙了嗎?實在是防不勝防啊! 

（例3） 「恭喜!榮獲第二名!」掌聲迎面而來，握著手中的獎狀。小心眼，

其實也蠻好的。有了小心眼，達到了完美的頂峰；有了死心眼，

穿越了改正的潮水，改正了心眼大，前往更細心的道路上……手

中的獎狀，不單是一個殊榮，還是一個更加了解自己的成果。 

    另外，在語言運用方面，此次寫作的主題偏向理路思考的表述，文體可議論

分析，可敘事說明，也可借景抒情，由內容需求來營構語言展現的傾向。有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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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是遣詞造語優美而明暢，敍事生動靈巧，比喻運用有個人精心之筆，整體文字

充滿個人風格。也有作品遣詞精確能表達思路精微，文句明暢而有文采，比喻、

引用能適當運用，使文章增色。也有遣詞造句精確，適時運用意象，心緒描寫細

膩，兼用各種句型使行文表達生動活潑。舉例如下： 

（例1） 在這世界上，並不是人人都有一顆善良的心，應該說，再善良的

人，都有不安好心的時候，從另一層面來看，有時的「壞心眼」，

也是生存的一部分呢!現今，人心難測，要不被人欺，勢必要調整

自身「心靈的柔軟度」，該硬的時候，可是一點都不能輸人的!在

生活中，處處都是不同種「心眼」棲息的地方…… 

（例2） 這個小心眼，就這樣一直緊隨在後，和組員的關係，也因為這個

小心眼，降到了冰點。「我只是希望成品能夠完美罷了。」一把火，

融化了這片冰河，組員之間也互相坦承，「是我心眼太大，太草率。」

「其實我也是個固執的死心眼吧?」「哪有?我才是吧!」冰霜被融

解，換來的，是一條潺潺的流水，聽著細水慢流，流過各自的心

眼，也一同流向更加團結的我們。 

（例3） 你怎麼看待「心眼」這回事呢?欺負他人是「壞心眼」、粗心草率

是「大心眼」、不知變通是「死心眼」。但如果是為了不被他人欺

負而使用小心機，那還算是壞心眼嗎?若是為了達成某個目標而堅

持，不撞南牆不回頭，是否又算是一種死心眼? 

    中卷在內容取材上，素材選取與運用大致得宜，文章論述能有中心。或泛論流於

空洞；或說明心眼取材偏狹，立意未能充分；或雖有個人見解，但論析平淺難以

支撐。至於下卷，取材狹隘、片斷的試題解讀，材料雜蕪、貧弱，且想且寫、勉

強補湊而成章，以致內容淺顯，無法開展。而組織章法上，則有基本結構，分段

較制式、呆板，欠缺布局，組織稍鬆散，轉承不足，但無礙完整。雖能簡略提出

自我看法，但僅點到為止，組織鬆散、各段間連結不夠，缺乏深入論述。 

下卷則僅能依試題指向來寫，但文章中心不夠清楚，常因變換文章中心而各

段不連貫；或因開展明顯有困難而一段成文，全篇文意時有中斷，但理路仍可勉

強辨識。雖略能舉例說明，且提出看法，但均僅一兩句話，點到為止，發展有限，

內容較貧弱不足。文章略能觸及題旨，簡單表達「心眼」的粗略看法與經驗，無

法展開內容。 

    下面分別依照中卷、下卷之評閱面向舉例說明： 

（例1） 四級分 

【內容】依據題目，以「心眼的一體兩面」為敘寫內容，心眼的動機決定了

心眼的好壞，分述沒心眼、小心眼、死心眼的各種情況。取材大致

切合文章中心，但整體內涵平平，未能深入。 

【組織】首段說明「心眼有一體兩面」的思考，第二段進一步說明心眼的好

壞取決於動機，理路分析稍嫌鬆散，未能說明清楚。第三段轉而討

論使用心眼的時機，運用得宜便能趨吉避凶。末段以「將心眼用於

對的、好的事物上」作結。文章有平實而基本的結構，段落承轉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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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順暢。 

【語言】文句大致通順明白，表達尚清楚。 

（例2） 四級分 

【內容】能依據題目，選擇「心眼與人際關係」為敘寫內容，取材手段與心

機間的思辨，面對心眼的因應之道，文章有中心，大致符合題目指

向，整體內涵平平，未深入論述。 

【組織】以貴人小人來分析心眼的人際互動。二、三段闡述個人對心眼的觀

察及見解，末段適度回應不被欺來總結全文。文章平實，而基本的

結構，組織稍鬆散，略欠順暢。 

【語言】遣詞造句尚可達意，大致通順明白，但部分語句較口語囉嗦。 

（例3） 三級分 

【內容】能依據題目，選擇「心眼多」的個人經驗為敘寫內容，自己的「不

想理會」、他人的「誇張」、整個事件的「莫名其妙」，描述人我之間

的關係。文章雖大致有中心，但取材較偏狹，內容較粗略。 

【組織】先述事件背景，再陳述過程與個人心境轉變，最後以簡單的反思來

回應全文。雖具文章基本結構，但文段開展不充分。 

【語言】文句大致能達意，但措詞較口語化，標點符號一逗到底，使用不太

理想。 

（例4） 三級分 

【內容】文章大致有中心，合於試題指向，但取材偏狹薄弱，順著引導文字

的敘說多加些個人解釋，內容鬆散。 

【組織】先指出心眼類型，在解說應用情況，末段以面對壞心眼的技巧回應

全文。雖具文章基本結構，但文段發展困難，前後連貫性不足。 

【語言】遣詞造句大致能達意，時有冗贅、囉嗦之感。 

（例5） 二級分 

【內容】分別就引導文字中的「好心眼」、「沒心眼」、「心眼多」、「小心眼」

及「死心眼」選擇片段材料簡略回應，內涵淺薄，勉強補湊成章。 

【組織】無文章架構，開展有困難而一段成文。 

【語言】遣詞造句略不通順，造語過長，措詞較口語化。 

（例6） 二級分 

【內容】大致依試題指向來寫，對心眼的生活體悟，但取材偏狹薄弱，文未

終篇。 

【組織】二段成文，與力分析人性與人際關係，思路可辨識，但未具文章基

本結構。 

【語言】遣詞造句能力不足，文句明顯口語化。 

（例7） 一級分 

【內容】後半段抄錄引導文字，前半段僅就題目做簡略回應，無法選擇材料

展開敘寫。 

【組織】未具文章基本結構。 

【語言】遣詞造句不通順。 

（例8） 一級分 

【內容】僅就題目做兩三句簡略回答，無法選擇材料展開敘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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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未具文章基本結構。 

【語言】文句欠完整，措詞較口語化。 

 

綜觀整體學生作品的表現，以「心眼」為主軸的探析，對內可觀察個人行為

與思考模式，對外可思考個人與他人或群體的應對之道。這正是 108 課綱強調的

核心素養，立身之道，推己及人，內省反思，以文字的表達型態，取材日常行徑，

探究人我之間的互動與關連。「心眼」的素材可平淡可嚴肅，行文氛圍可輕快可

故作玄虛，文字風格或文青或平淺有力，學生可任意搭配，以個人思維探討為中

心，匯聚出一套自圓其說的心眼詮釋，便能搭配出專屬學生個人視角的「心眼」

食譜。 


